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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与追忆：中外开平矿权纠纷缘起探析＊

王 天 根

［关键词］在场；追忆；开平矿权纠葛

［摘　要］中国的开平煤矿等远东矿产是西方列强攫取殖民利润的重要目 标。就 晚 清 官 场 权 力 纷 争 而

言，开平煤矿本身的重要经济地位及其作为牟取政治功利的经济资本等诸多因素，决定袁世凯与张翼派系

斗争的激烈程度。张翼、袁世凯从经济层面或从政治高度处理中外矿权纠葛，英国等利用此采取迂回的外

交策略；而张、袁在开平矿权上的矛盾，又与八国联军侵华后官场权力重组密切关联。张、袁两派对正副条

约的辩论既涉及在场又关联追忆。在场签 订 的 条 约 可 能 属 于 临 时 的，但 事 后 追 忆 变 得 有 条 不 紊。在 场 应

该是追忆的基础。追忆是多路径的，也有其目的性，针对开平矿权上正、副约，袁世凯的批判或张翼的辩护

显系精心的逻辑建构。开平矿权得失成败关联晚清市场、官场浮沉，为我们考察近代企业命途多舛提供了

活化石。

＊ 以官督商办形式运作的开平煤矿曾是洋务运

动的典型范例。新中国建立后它一度是华北电力

网中火力发电最为重要的支撑。它是中国企业史

上，特别是矿业史上最为重要的企业之一，企业制

度非常健全。庚子年间，开平煤矿由官督商办形

式易为中英合办名义，实为鲸吞。次年正、副约签

订后引发中外纠葛。条约签订本身及其解读，涉
及诠释意义上在场与追忆。开平煤矿的中外利益

纠葛，涉及英、美、比、德等国，参与人物有后任美

国总统的胡佛等；中国方面则涉及慈禧太后等人

的隐形收入。学界对开平煤矿有所探讨：
其一，开平煤矿与列强侵略。开滦煤矿研究

起步较早的是新中国成立初魏子初的《帝国主义

与开滦煤矿》，１９５４年 由 神 州 国 光 出 版 社 刊 行，
该书立论以批判英国为首的列强对华侵略为基

石，意在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其二，开 平 煤 矿

与官督商办的企业性质。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

多集中探讨洋务企业的功能变迁，陈绛认为：“开
平矿务局的发展，同它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关

系十分密切，而企业最后为外国资本所侵吞，从

企业本身分析，追根溯源，官督商办制度又不能

辞其咎。”①胡滨著《从开平矿务局看官督商办企

业的历史作用》认为：“开平矿务局是洋务派经营

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官督商办企业。结合这个企

业创办和经营的历史，探讨官督商办企业的某些

特点和历史作用，也许有助于当前开展的关于洋

务运动问题的讨论。”②也有论文探讨开平、滦州

煤矿竞争与合并，并探讨开滦煤矿经营管理等情

况。其三，精 英 人 物 与 中 英 开 平 矿 权 纠 葛 的 研

究。知人论世是中国史学重要传统，近代经济史

探索亦如此。涉及开平煤矿的重要人物尤集中

于李鸿章、唐廷枢、张翼、严复等，此类论文对他

们在开平煤矿筹办或发展中扮演角色有所揭示。

其他的一些成果另辟蹊径，诸如有论文涉及开平

煤矿与唐山市崛起的关系，认为唐山是近代随着

开平煤矿的创建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个新兴城

市，而开平煤矿则是唐山崛起的基础产业③。与

大陆相比，中国台湾出版了大部头的矿务资料汇

编，涉及开滦煤矿的众多文档；也有学者就开滦

煤矿写成了小册子，但水平也没有超出大陆这些

学者的研究框架。总体看来，研究框架、史 料 搜

集及分析上均有突破的论著鲜见。

开平矿务、矿权涉及方方面 面，过 去 史 料 有

待公布，能将矿权纠葛的来龙去脉阐释清楚的文

章并不多见。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及视角转变，中

·０３·

＊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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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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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外开平煤矿纠葛又有了重新检视的必要。
由开平煤矿引发的利益纷争涉及方方面面，

其变迁的主要脉络背后的历史复杂性有待揭示。
开平矿务利益纠葛肇始于庚子事变，涉及英、美、
比、德等国，背后利益背景涉及清宫。八国联军侵

华期间，清廷风雨飘摇。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清廷

推行新政，涉及行政等改革。首先，１９０１年７月

２４日，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列各部之首。
其次是军事改革。诸如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北洋常

备军；１９０３年设练兵处，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

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再次，重视实业及贸

易。１９０３年４月２２日，清廷让袁世凯、载振、伍廷

芳议论商律。９月７日，令设商部，此前路矿总局

所辖路矿事将并商部。１９０５年清政府陆续颁布

《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开矿暂行章程》等，着
手经济改革。清末新政关涉权力资源重新分配，
各种力量也有个博弈过程。这些皆关系开平矿权

交涉的利益背景。简言之，中外开平矿权利益纠

葛与清末新政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新政语境中

不同的利益企图决定了解决开平问题的思想策略

上的分歧；作为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开平煤矿兴

衰成败也与列强在华商业利益角逐相勾连。开平

矿权得失关涉中外纠葛及其国内的权力集团，呈
现的是内外交织的众多力量角逐于官场、市场上

的博弈，或对峙或妥协。

一　在场与追认：中外开平矿务纠纷肇始

开平煤 矿 营 业 状 况 与 晚 清 政 局 变 迁 关 联。

１８７０年前后，洋 务 派 采 取 官 督 商 办 形 式 大 兴 洋

务，具代表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

局和上海织布局等。这些洋务企业多与李鸿章

代表的军政利益集团有着密切关系，亦或随李鸿

章之政坛进退而沉浮。
开平煤矿 素 为 李 鸿 章 所 重 视。１８７６年，李

氏任命唐廷 枢 前 往 开 平 煤 田 查 勘。次 年９月９
日，唐廷枢有《呈熔化煤铁成色译文并条陈开采

事宜禀》，内 容 涉 及“论 煤 铁 乃 富 强 根 基 极 宜 开

采”、“论开平开采煤铁把握”、“论专采煤一法”、
“论采煤 兼 熔 铁”等①。具 禀 旨 在 论 证 开 平 煤 矿

开采可行性。唐廷枢还表示将来开平煤矿无论

是官办还是 商 办 都 要 效 力。９月１５日，李 鸿 章

批示，要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开办。９月２７日，唐

廷枢等 拟 直 隶 开 平 矿 务 局 开 办 章 程。１０月３
日，李鸿章批复，大体同意。１８８１年５月２５日，

开平 煤 矿 以 官 督 商 办 的 形 式 开 办，并 获 朝 廷 首

肯。为了拓展业务，开平矿务局试图修 建 铁 路。

修铁路涉及动风水，时谓创举②。

李鸿章等办开平煤矿得到慈禧太后、醇亲王

支持③。１８９２年唐廷枢去世，李鸿章命醇亲王侍

役、江苏候补道张翼（字燕谋）接办。此后，张翼

成为开 平 煤 矿 负 责 人。开 平 煤 矿 获 利 亦 颇 丰。

英国为代表的列强对开平煤矿丰厚利润垂涎已

久。英帝国为首的军方借八国联军侵华禁锢张

翼，哄吓诈骗并用，让其委托德璀琳代理与西方

合作事宜，逼其就范。结果德璀琳与胡 华 勾 结，
如数出卖开平煤矿权益。

１９０１年，胡华 等 威 逼 利 诱 张 翼 就 开 平 矿 权

签订相关条约，包括正约（移交约）与副约，皆倒

填日期，属事后追认。正约有利于英方，副 约 有

利于张翼。正、副约的文本解读与诠释相矛盾又

相牵制。
（一）事实与追认

中外开平煤矿纠葛肇始于庚子前后 对 外 关

系及其相关的条约，涉及外交。所谓外交及其历

史正如英国史学家所称：“外交史，极大程度上就

是建立在对外交文献模棱 两 可 之 分 析 上———并

非所有的模棱两可都是刻意为之———而且，因一

个条约或一份协议中能够、且往往可以被不同国

家以不同方式加以诠释，对这种可能性甚至是可

行性 的 认 识，已 经 成 为 了 外 交 史 分 析 中 的 重 头

戏。”④外交文 本 解 读 涉 及 签 约 时 在 场 意 图 与 事

后追忆及两者逻辑关联。中外开平煤矿条约纠

葛，尤其反映了这一点。

１．正约（移交约）是对１９００年德璀琳私自签

订卖约的追认

胡华、张 翼 等 以 事 后 追 认 的 方 式 签 订 移 交

约，即后 所 谓 正 约。１９０１年２月１９日，张 翼 与

德璀琳、墨林代理人胡华定约（中方署：光绪二十

七年正月 初 一 日），见 证 人 为 丁 嘉 立、顾 勃 尔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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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熊性美、阎光华 主 编：《开 滦 煤 矿 矿 权 史 料》，南 开 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８、２２页。

慈禧太后支持开平 矿 务 是 要 从 中 牟 利，而 其 时 醇 亲 王

则是李鸿章顶头上司。李鸿章、慈禧、醇亲王在开平矿

务上属一个利益群体是不言而喻的。

理查德·艾文斯著，张 仲 民、潘 玮 琳、章 可 译：《捍 卫 历

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２页。
《开滦矿务资料》（乙Ｆ３７一 函 三 册·第 二 册），中 国 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特藏室。



条约首先涉及张翼在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

华期间的许诺。在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以签约

的方式进行追认，此属上年许诺的兑现，意在移

交矿权，条款以历史记忆方式追溯“史实”无可避

免，属事后追认而形成文件，只是正约（移交约）、
副约各自的利益立场对峙。日后分歧系再次追

忆，事后追忆及追认基础上形成的事实认知，公

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在难免。
正约中移交条款云：“因督办直隶全 省 及 热

河矿务开平矿务局（帮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前内阁

侍读学士）张京卿燕谋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

八日（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４日———笔者注），札饬津关

税务司德君璀琳招集股本英金壹百万镑中外合

办。凡开平矿务局之矿地等各产业（后有细单详

载）均移交听凭管理，且招集续股整顿开办一切。
复因德君璀琳于西一千九百年七月三十号，因奉

此札特与墨林代理人胡华订立合同设立公司名

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股本英金壹百万镑，将所云

之产业归该公司管业办理。又因该公司缘所订

合同，现已设立，即此合同内以后所云之开平矿

务有限公司也。今开平矿务局其总局设在中国

天津。张京卿燕谋该局之督办、德税司 璀 琳，该

局之总办与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订立合同，将开平

矿务局之 产 业 交 与 开 平 矿 务 有 限 公 司。”①这 属

事后追认。正约（移交约）中６月２４日，为１９００
年英军囚禁张翼后释放的第一天。英方囚禁张

翼目的就是为了取得开平矿权上的口头许诺，且
第一步达到目的就释放，此也可见英军禁锢张翼

旨 在 夺 取 开 平 煤 矿 的 权 益 这 一 趁 火 打 劫 之 意。
次年“移交条款”酝酿及其形成可谓事后追认，追
认 涉 及 一 年 前 的 八 国 联 军 侵 华 这 一 社 会 语 境。
文中“此特札”，日期为倒填，具有追认的性质，见
“迨庚子年五月，适北方有拳匪之乱，本督办当危

险万分之 际，以 英 文 公 牍 交 德 璀 琳，授 以 全 权。
令其以善法保全煤矿时，德璀琳在塘沽求给札文

倒填年月，并称与墨林商酌八条办法，意在添招

洋股中外合办、赴英挂号等语，当照给札”②。可

见所谓《正约》（移交约）文本涉及确认事实。日

期倒填属事后追认。

２．所谓副约则属张翼试图保存自己的利益

与正 约（移 交 约）同 日（即 属 追 认 上 年６月

２４日）的 还 有 双 方 签 订 的《开 平 矿 务 局 整 顿 始

末》③，此即后来“副约”。由日期可见，副约属事

后追认，前文述及。“副约”明确“开平矿务局”易

名“中英公司”之缘由，云：“窃因去夏之乱，中外

失和，开平矿务局甚属可危。一则因该局系官督

商办，深恐他国占而有之，竟将全产充公；一则恐

他国 要 索 也，故 是 为 国 家 暨 保 全 股 东 之 利 益 起

见，意将该局改为中英公司，按英例注册，以便得

其保护也。”④ 这 一 话 语 表 述 无 疑 以 事 后 追 忆 的

方式呈现张翼等关于开平矿权上许诺的诸多逻

辑上的合理性。诸如，“因该局以兵端之故，甚形

拮据，非添招洋股不足以济其难，前已以该局全

产作抵挪借英款矣。督办张大人翼故特派德君

璀琳设法为之，德君因即为开平局与英京墨林之

代理人胡华君订立合同，以便墨林君在欧招集股

本按英例存案。当即言明移交之后，该局仍用原

名，将按定章办理。华洋股东利益均沾、盈 绌 同

享，限于西二月杪之前。先集招股本英金壹拾万

镑，此中紧要各节，已由胡华君办妥，禀知督办张

大人矣”⑤。此 追 忆 的 方 式 表 明，所 谓 对 英 矿 权

承诺形成既定事实时，张翼并不在场。追认意义

上的“副约”第七款规定张翼在开平煤矿的权力：
“张大人翼，仍为该公司住华督办，管理该公司各

事宜，并派中国人充总办，与该公司中外总办之

权一般无异。”⑥对张翼来说，事后追认的一纸副

约要保证他仍继续维持自己在开平矿产上所谓

独裁的权益。即表象上开平煤矿过去、现在甚至

未来对张翼而言仍一如既往，矿权至少在名义上

仍掌控在自己手中。

涉及开平煤矿权益的瓜分或转让，无疑都与

正约（移交约）、副约相关联。面对有利于张翼这

一方的“副约”，吴德斯事后以追忆的方式称“副

约”属“绝对无价值的”，其用意是：“中国人的天

生麻痹和在一个遭到战乱的国家内管理上的困

难。一旦临时凭单换取旧股票后，我们就会更有

力地向前进展。”⑦事后追忆意义上的正、副约相

互矛盾。自倒填条约签订日期起，开平矿权中外

纠葛即开启。对张翼而言，为了顺利地恢复开平

煤矿 生 产 并 运 转，他 开 始 网 罗 人 才 以 应 外 交 变

数。１９０１年７月１６日 张 翼 及 其 对 外 代 言 人 严

复、梁诚联名在《中外日报》发表《开平矿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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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⑤⑥　《开滦矿务资料》（乙Ｆ３７一函三册·第二册）。
《译抄红皮账本》，《开滦矿务资料》（乙Ｆ３７一函三册·

第二册）。
《张翼谋控诉墨林案诉讼记录》，《开滦煤矿矿权史料》，

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公司广告》，重申：“开平矿务总局今成开平矿务

有限公司，事 资 合 办，义 取 平 权。”①局 外 人 很 难

看出开平矿权重组的目的与用意，但就中外纠葛

而言，张翼等无疑更强调副约的合法性。
总体而言，其 时 开 平 矿 务 局 处 在 义 和 团 运

动、八国联 军 侵 华 这 一 内 战、外 战 交 困 之 中，慈

禧、光绪帝亡命西北，清廷或亡国或苟存，命运未

卜。张翼处境也不易，其应对开平煤矿之策也分

两条，或保存或卖矿。张翼让代理人签订这些条

约亦有自己的算盘，“张燕谋的方针是把直隶全

省各矿的中、英权益，如可能连同德国权益在内，
都联合为一，他的目的显然是一旦在北方发生总

溃败或被侵入时，能取得依靠或足够的保护”②。
在张翼缺席的场景下达成承诺，当然是代理人所

为。问题是张翼的代理德国顾问德璀琳早已被

西方辛迪加代理人墨林收买，墨林后称：“我在所

做的 一 切 买 卖 里，总 是 把 半 数 提 供 给 德 璀 琳 先

生，那 就 是 我 和 德 璀 琳 先 生 的 一 切 谈 话 的 基

础。”③面对西方的利益企图，张翼与英方“制造”
的所谓正、副之约的事后两手之策，也不难理解。
即正、副约两者利益分歧，事后双方的立足点显

然不同却又正反相依而又对峙，亦属情理之中。
（二）事实与真相

所谓正、副约都属事后追认，包括１９００年与

英方等承诺的张翼不懂英语而全权委托德璀琳

办理，即与英方达成协约。问题是当事人张翼并

不在场。张翼缺席（即离场）造成了事实与真相

严重不符，带来严重的后果。
张翼的离场不仅表现在１９００年特札委托德

璀琳，还表现在次年再次让德璀琳代理。
中英开平矿务纠葛其事端涉及所谓正约“移

交条款”、“副约”相关条款。在“副约”基础上，光
绪二十七年正 月 初 一 日（１９０１年２月１９日）相

关方还签有“照译侍郎张翼发给德璀琳代理移交

矿务洋文凭单”④。张翼何以如此信任有着西方

国籍的代理人？德璀琳在李鸿章主持的军政利

益集团任职多年，为人处事颇得李鸿章信赖。张

翼对德璀琳亦非常信任，称他“才具开展，熟悉各

国情形，在中国三十年充当税务司兼北洋随员，
为时甚久……其为人公正，不肯惟利是趋，且办

事朴诚，是以中国官商知之者多相嘉许，在洋员

中尤为难 得。”张 翼 向 朝 廷 奏 明，要 札 委 德 璀 琳

“随办洋务工程事件”，竟得上谕批准⑤。张翼对

外交涉的 代 理 人 德 璀 琳 相 关 文 件 中 有“恐 后 无

凭，开平矿务局兹特盖印于上，而张京卿燕谋亦

特于西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十九号盖印树押于

此，以昭信守。”署名有“张燕谋（此处画押之外，

并用督办直隶全省及热河矿务总局关防）、德璀

琳（又用开平矿局关防）”。见证人：“丁家立、顾

勃尔。”条约的见证人尚有专业律师，显属司法公

证，此更见条约式协议当事人在场及见证这一事

实的重要性。文本的严肃性另见“右开之据与原

底实属相符（代理驻津英总领事施密士具）。”此

可见英国官方之利益背景，最末还署有“一千九

百零一年二月二十七号”。可见，两日期并不相

同。“原底”当指正约即“移交约”，而非“副约”。
“移交约”规定：“开平矿务局督办张京卿燕谋、总
办德君璀琳，无论此据入于何人之手，均认为可。
今因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十九号，开平矿务

局暨张京卿燕谋、德君璀琳与胡华君，暨开平矿

务有 限 公 司 订 立 合 同 内 载，所 有 开 平 矿 务 局 地

亩，各矿暨其全产均交与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因

欲移交全美，张京卿燕谋兹特派德君璀琳，为开

平矿务局暨张京卿燕谋之合例经理代理之人，用
印、签名移交一切契纸、文凭、合同等件，并代张

京卿赴各领事衙署办理一切。用印、签名所有存

案案卷、契纸以及各项字样。凡于开平矿务局移

交全产与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或其代理人所有应

行各事俱可举办，且于办理此事，并可转派经理

代理之人。凡按此据合例所行所作各事，开平矿

务局暨张京卿燕谋，均皆认允，而此据亦属永远

不能毁废者。”⑥张翼对所谓正约，即“移交约”画

押认可。
张翼所以委托代理，除对涉外矿权交涉较为

茫然外，还 与 语 言 不 通 密 切 相 关。张 翼 不 懂 英

语，开平煤矿前聘外事人才陈蔼亭，从古巴使馆

任上辞官归国后，曾前往天津，“出任开平矿务公

司董事兼经理，业绩超著，建树良多。其 行 政 手

腕以及其对矿务的兴革，均为其僚属所钦佩。拳

·３３·

①

②

③

④

严复：《论〈中外日 报〉论 开 平 矿 事 书》，孙 应 祥、皮 后 锋

编：《〈严复集〉补编》，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９
页。
《德璀琳致墨林函》（１８９８年８月１４日），见《张 燕 谋 控

诉墨林案诉讼记录》，《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５５页。
《墨林在伦敦高等法院的证 词》（１９０５年２月３日），见

《张燕谋控诉墨林案诉讼记录》，《开滦煤矿矿权史料》，

第４９页。

⑤⑥　《开滦矿务资料》（乙Ｆ３７一函三册·第二册）。



匪作乱期间，倘使他仍主持矿务公司，我深信张

燕谋（译音）先生不致陷于今日的困境。以蔼亭

先生的才能，当可使矿务公司化险为夷，继续经

营”①。问题是“当时盛宫保（宣怀）延揽才俊，以

为己用，蔼 亭 先 生 以 是 去 上 海 辅 佐 宫 保”②。不

懂英语的张翼要办理开平矿权涉外事宜，所受蒙

骗显而易见。严复后来对此有所评述：“通州之

事，胶葛甚多，考其受病本源，皆在不识西文而与

西人画诺。”③语 言 不 通 造 成 张 翼 面 对 条 约 或 条

款实属睁眼瞎。弱国无外交，路矿之权丧于他人

之手，也在情理之中，尤其是晚清四大官督商办

代表性企业开平煤矿即是沦入外人之手的典型

案例。１９００年张翼在签发委任德璀琳为全权代

理的这些文件后，即于８月２日（阴历七月八日）
离 开 塘 沽 往 上 海，并“把 一 切 详 情 告 诉 了 李 鸿

章”④。张翼告知李鸿章既缘于利益共同体相奥

援之需要，亦属于官督商办企业必经的程序，但

未见李鸿章有多大的反应。此亦可见近代官督

商办的恶果与路矿之权的丧失有着内在一致性。
（三）追忆与中西方对“移交约”、“副约”各自

解读

洋务运动中筹办并崛起的开平矿业 庚 子 事

变后由官督商办形式易为中英合办。此后所谓

正、副约之 争，引 发 中 外 开 平 矿 权 纠 葛，旷 日 持

久，涉及承诺与签约。就当事人而言，涉 及 在 场

与追忆等，实际上条约文本中呈现所谓事实与真

相因时间差等原因两者有相当距离。达成开平

矿权协 议 之 后，东 方 辛 迪 加 于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２１
日在伦敦注册“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其代理人为

胡华（即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胡华

是其中文名字）及比利时人吴德斯。二人狼狈为

奸，通过所谓法律意义上程序逼迫张翼将承诺化

为条约，旨在使得条款进一步合法化。张翼等签

订卖约及副约，中英关于中国董事部问题纠缠了

一个月之后，“吴德斯先生不得不签署了关于中

国董事 部 的 试 办 章 程”⑤。公 司 性 质 发 生 变 化，
面临换股票的问题。而这一切涉及正、副约及其

为我所用的各自解读。就列强代言人而言，他们

对开平矿权步步为营，早有议程设置。
面对开平 煤 矿 的 矿 权 及 股 权、股 票 新 旧 交

接，代理人胡华称：“这次中国人虽然摔了跤，但

他们是平安无事的，这也是张燕谋惟一求之不得

的一件事。他那时已了解到，他已失去了对公司

的一切控制，并安于这种局面。他急于想要避免

的是旧股东对他的愤恨，并阻止他们到皇帝面前

去告御状。”⑥ 针 对 张 翼 一 厢 情 愿 寄 希 望 于 董 事

部以图照旧执掌开平矿务，东方辛迪加的代表吴

德斯称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试办章程“允许我们设

置一个没有实权的董事部，其所作决议我们都可

以置之不理，但是，它给中国人留了面子，并保证

我们在这个天朝帝国里得到了不可缺少的当地

的支持”⑦。可 见 东 方 辛 迪 加 视 董 事 会 为 摆 设。

所谓董事会是留给天朝大国语境下张翼一个“面
子”，“张没有坚持要胡华先生在这文件上签字。

我也想，在这样一个古怪的文件上———你们也许

会在必要时否认它———签字愈少愈好，我也就没

有提出 这 个 问 题”。可见，相比列强代理人在追

忆的基础上形成的协议并在律师公证的基础上签

字，张翼却没有坚持让胡华签字。“张所选定的中

国方面的代表，第一个是德璀琳先生，他给他的名

义是中国董事部主席，然后就是两个道台，严复和

梁诚。”⑧张翼不懂英语，这些人事实上亦属他的

代理，但在法律程序上却 不 完 全 有 合 法 性 身 份。

吴德斯称：“即使我签署的文件被认可，这几位先

生的委任也是绝对非正规的。”⑨即张翼代理人签

字可随时被东方辛迪加涉足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

代理人胡华、吴德斯等推翻或否认。

此后，开平煤矿面临召开股 东 大 会，换 发 股

票问题。这些问题可追述到开平煤矿矿权在墨

林及辛迪加公司有意识的参股、让渡乃至倒卖，

涉及英国、比利时在开平煤矿问题上狼狈为奸。

但这一切在法律文书上皆能得到如意的解释，可
见张翼与胡华等关于开平煤矿的契约属为我所

用的工具而已。

二　中外纠葛对抗性解读与张翼、
袁世凯权势集团间利益冲突

　　义和团运动后开平中、英矿权纠纷引起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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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的关注。袁世凯最初只是一般性了解开平矿

务，这一 点 从 张 翼 奏 折 中 可 见。光 绪 二 十 七 年

“翼核办并饬华洋总办拟订试办章程十九条（附

录试办章程十九条，华洋文各一件）实行十八个

月，如有不妥再行酌改，并即查照副约，先行筹还

官款银二十万两，批解前爵阁宪李行辕核收。并

续筹还官款银十一万两，批解前北洋大臣袁行辕

核收。各在案。此庚子乱时，设法保护之实在情

形也”①。张 翼 称：“是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将 中 外

合办情形会同前爵阁宪李奏明有案（附录会奏稿

一件，查 会 奏 稿 原 经 面 呈 李 大 臣 核 定 后 即 行 缮

发，并即缮稿咨呈迨由德华备文索取。袁大臣竟

以李大臣意见不合，未能书奏，将原稿咨回，不知

是何意见）。”②张翼在奏折中虽为自己出卖矿产

的行为辩护，并提及李鸿章与袁世凯意见不合，
但八国联军侵华时，为供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

两宫在西安的开销，张翼、李鸿章拿开平矿产作

抵押从西方列强手中筹款，这一点经手人之一袁

世凯不可能毫无知晓。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

六日确有北洋商务大臣直隶督臣李鸿章向慈禧

与光绪皇帝上的奏稿③，可见张翼在奏报中并没

有完全作伪。五月二十六日张翼与李鸿章恭折

具陈：“奏为开平矿局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合办有

限公司，以 保 利 权 而 维 商 本。”④硃 批：“知 道 了。
该大臣 责 无 旁 贷，著 即 认 真 妥 为 经 理，以 保 利

源。”⑤毫无疑问，张翼等奏折得到朝廷认可。从

晚清官场人际脉络及张翼折子来看，他代表的基

本上属李鸿章系下军政利益集团。李鸿章病亡

后，张翼失去直接的靠山。下文将述及。总体看

来，列强垂涎利润丰盈的开平煤矿一直充当慈禧

代表的皇权日常开销的钱袋子。在开平煤矿问

题上，慈禧、光绪帝知道一些情况。张翼 在 李 鸿

章利益集团中当差。袁世凯虽对张翼、李鸿章联

名奏折后有不同看法，但李鸿章在世，袁世凯沉

默了事。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张翼靠山之一直隶总督

兼任北洋大臣李鸿章病亡，由张翼儿女亲家周馥

代理李鸿章官职。与此同时，袁世凯仕途扶摇直

上。袁氏 一 手 抓 军 队，一 手 抓 财 权。１９０２年５
月２８日，周馥与袁世凯职务对调。１９０２年６月

９日，上谕有：“袁世凯著补授直隶总督兼北详大

臣（五月 初 四 日）。”⑥被 任 命 直 隶 总 督 的 袁 世 凯

对李鸿章麾下北洋人员“大换血”，意在进行权力

重组。袁世凯一度试图从开平煤矿中攫取金钱

以筹备军饷，培植自己手中军队的实力。相比之

下，移交约、副约签订后，开平矿务名义上的负责

人张翼 访 德 归 国 后，仕 途 亦 颇 顺，１９０２年１０月

２７日《大公报》（第１３３号）载“上谕电传”有：“上

谕礼部右侍郎着张翼署理。”张翼受赏之时，开平

矿务上的 政 敌 袁 世 凯 亦 受 重 用，次 日《大 公 报》
（１３４号）“时事要闻”有：“皇上前次特赏直督（指

袁世凯）银两并谕令毋庸谢恩，以此条系破格之

举，恐为他人所知，心怀不平也。”袁世凯 声 望 日

隆，可见一斑。同时被清廷提拔的袁世凯与张翼

有接触，《大公报》“督辕纪事”：袁世凯于九月二

十五晚“见督办矿务大臣张侍郎翼”。由事态的

发展来看，双方会见的话题极有可能涉及中外开

平矿权纠葛。袁世凯在开平矿权上的对手张翼

仕途亦有上升的势头，主要是商业管理方面。见

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６号（光 绪 二 十 八 年 十 月 初 七 日）
《大公报》（第１４３号）附张中的“时事要闻”：“外

务部、政务处议覆振贝子条陈，闻有设立商务部

之请，意在召集南洋华商回华振兴商业，将船政

路矿各事并商务部办理。”与此同时，“传闻盛杏

孙侍郎经手各件，现在政府之意拟派张燕谋侍郎

接办”，传闻大致属实。这与张翼依李鸿章亡灵

之余威及背后醇亲王的照应显然有着内在的联

系。
（一）张翼与清廷权力中枢

就开平矿务管理而言，张翼 是 唐 廷 枢 继 任，
属 李 鸿 章 军 政 利 益 集 团 控 制 开 平 煤 矿 代 理 人。
因后者 之 故，张 氏 对 英 并 非 一 味 屈 从，胡 华 称

１９０１年签约后，张 翼“简 直 拒 不 覆 约，拒 不 完 成

移交手续。为了替他的这种行为找借口，他辩解

说，七月三十日所签订的契约的第四条，还没有

被履行到使他满意的地步；又说我们还没有把答

应付给李鸿章的那廿万两银子支付给他，而那是

在什么情 况 下 答 应 的，你 们 也 知 道”⑦。而 李 鸿

章等在中英开平矿务交涉中索取贿金不全为了

自己，主要是为了八国联军侵华中逃往西安的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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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②　张翼：《谨将开平矿务全案始终情形择要开呈节略》，
《开滦矿务资料》（乙Ｆ３７一函三册·第二册）。

张翼：《奏为开平矿局 加 招 洋 股，改 为 中 外 合 办 有 限 公

司折》，《开滦矿务资料》（乙Ｆ３７一函三册·第二册）。

⑤　《开滦矿务资料》（乙Ｆ３７一函三册·第二册）。

１９０２年６月１０日《外交报》第１４期。

参见１９０５年英国伦敦 法 庭 辩 护 词 中 胡 华 报 告，《开 滦

煤矿矿权史料》，第１８７页。



禧与光绪。“李（鸿章）催我们支付那笔款项……
自从签署了合同（指移交约与副约）以来，李就急

于想 要 得 到 那 笔 我 们 答 应 给 他 的 款 项，越 快 越

好。那时宫廷需款孔亟，李要把这二十万两解送

到西安府 去。”①后 来，胡 华 等“与 俄 华 道 胜 银 行

和麦加利银行协议，从当地筹得这笔款项。这二

十万两一经付出，我们在那一方面就再没有什么

顾虑了”②。张 翼 签 订 及 履 行 卖 约 涉 及 索 贿，贿

金中也有李鸿章乃至清宫的份额。李鸿章死后，
清廷权力中枢面临重组。袁世凯取代李鸿章，掌
控北洋。张翼系下开平矿务的丰厚利润受袁世

凯密切关注。
围绕正、副约涉及的事实与 真 相、缺 席 与 追

忆，张翼、袁世凯展开权力之争，这些涉 及 政 治、
经 济 等 具 体 职 能 部 门 肥 缺 的 分 配 等 方 方 面 面。
特别是清廷官员在任职中安排亲信，培植自己势

力，同时打击对方上升势头。西方以张翼为代理

人合法性不足，轻视《副约》，但绝不代表他们小

视张翼在清廷中的地位及其利用价值。这与宦

海浮游中张翼的在场及其位置密不可分。光绪

二十六年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１９０１年１月１４日）
清廷上谕：“醇亲王载沣，著授为头等专使大臣。
前赴大德国，敬谨将命，前由内阁学士张翼、副督

统荫昌均著随同前往，参赞一切。”③而其对皇亲

国戚内部亦有利益分歧，奕劻对载沣出使德国严

加防范，正如严复称：“前番醇邸使德，若麦佐之，
若刘祖桂，若治格，若象贤，若杨书雯，皆庆邸夹

袋中物，馀可知矣。”④奕劻在晚清官场权力之争

中专横独断可见一斑。张翼在开平矿务中权力

角逐中有载竔作靠山，其伴载沣出使德国的美差

亦是与载竔运 作 分 不 开 的。载 沣 是 年１９岁⑤，
载竔意 当 让 张 翼 辅 载 沣。其 中 原 委 正 如 王 绅

（１９０５年就任开平矿务公司总文案）之子王冠东

后著《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所称，张翼“颇有

来头，他除了得到李鸿章的宠信以外，又因在醇

亲王府当过差，深得醇亲王奕竔的信任，故后来

新醇亲王 载 沣 出 使 德 国，也 带 他 去”⑥。王 冠 东

亦于１９１９年入开滦，曾任机要秘书，对开平矿权

中外纠葛较为熟悉，所言基本属实。张翼能有伴

载沣出国的美差与其在开平煤矿捞取好处，成为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流亡西安的慈禧、光绪帝为首

的宫庭的钱袋子是分不开的。中饱私囊的皇权

对张翼十分重视，“在他（张翼）赴欧之前，一份电

报通知他说，他的奏章皇上已经批准了。他还被

擢升为北京某部的侍郎，并奉派为醇亲王使团的

顾问，这 就 证 明 皇 上 还 是 宠 信 他 的”⑦。这 些 情

报大体准确。八国联军侵华后中国政局巨变，内
政、外交 皆 在 调 适。１９０１年７月２４日，清 政 府

就《辛丑条 约》附 件 十 八 发 表 上 谕，撤 销 总 理 衙

门，改设外务部⑧：“简派和硕庆亲王奕劻总理外

务部事务。体仁阁大学士王文韶著授为会办外

务部大臣；工部尚书瞿鸿禨著调补外务部尚书，
授为会办大臣。”⑨就奕劻总理外务部，开平矿务

中张翼得力助手严复发表评论：“以此人而据外

交之要席，中 国 前 路 不 问 可 知。”⑩ 关 于 外 务 部，
《纽约时报》评论：“起先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军机处的关系就越来越密

切了。”瑏瑡外务部由总理衙门脱胎而来，其中有四

司一厅，即和令、考工、榷算、庶务等四司和司务

厅等。其中考工司专管铁路、矿务等。在路矿方

面，１９０２年清政府任命瞿鸿禨、王文韶为督办矿

务铁路大臣，张翼为总办矿务铁路大臣。清廷在

矿务处理上似对其背后涉及奕劻、袁世凯等与瞿

鸿禨等两派的矛盾与纠纷有所察觉，但仍按制度

设计中已有人事安排进行运作。光绪二十八年

三月十五日《新民丛报》第六号刊有《中国近事》
栏，有“指斥报章”一条，称：“督办铁路矿务大臣

王文韶、瞿鸿禨，当订矿务章程时，并未与会办大

臣张翼商议，迨章程颁发，张始得知，遂将章程中

所有不 妥 之 处，逐 项 签 驳。并 请 两 大 臣 从 速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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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１８７～１８８、１８８页。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程汇编》第１册，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０３～１００９页。

⑩　严复：《与张 元 济 书（十 三）》，《严 复 集》（三），第５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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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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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闻各公使亦以新章程税课太重，啧有烦言。”
可见 张 翼 与 王 文 韶、瞿 鸿 禨 这 一 派 之 间 亦 有 矛

盾。１９０２年２月２３日 谕 旨：“派 张 翼 总 办 路 矿

事宜，仍著 王 文 韶、瞿 鸿 禨 督 同 办 理。”①而 这 三

个人为１９０２年成立的路矿局的负责人。内忧外

患下瞿鸿禨、王文韶、张翼主持路矿局，“矿路局

虽经诏设，而外务部则以侵其权利而齮齕之，故

自四月至 今 乃 至 无 事 可 办”②，处 境 艰 难。矿 路

局主持人为瞿鸿禨，外务部负责者为奕劻，矿路

局与外务部矛盾涉及丁未政潮前后清廷中枢权

力的分化、组合。
不仅路矿局内部有矛盾，路矿局与外务部之

人互有重叠，如王文韶、瞿鸿禨等，路矿局与外务

部也存在争权。张翼之所以敢在开平纠葛中与

袁世凯抗衡，与其在清廷权力中枢中颇有政治资

本相关。在皇亲国戚中，张翼与醇亲王载沣关系

非同一般，张 颇 得 清 廷 重 用③。“张 翼 以 小 吏 给

事醇邸，不数年，官至侍郎，骎骎大用。”④在朝廷

重臣中，张翼与瞿鸿禨关系亦密切，张翼之子张

叔诚回忆说：“朱启钤，字桂辛，贵州紫江县人，清
光绪中叶由大学士瞿鸿禨推荐给当时的路矿帮

办张翼，由张派其在公署内担任候补道职衔的官

员”⑤，瞿与 张 在 安 插 亲 信 上 互 相 帮 衬。大 体 而

言，在载沣、瞿鸿禨帮助下，此时张翼在官场处上

升势头。
对西人而言，张翼的后台及其在开平矿权上

可利用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开平矿权问题

上，英、比等国代表步步紧逼，尽可能对张翼威逼

利诱，连张翼出使德国也不忘跟踪。张翼在德期

间，英帝国抓住一切机会试图在开平矿权问题上

对中方变本加厉的强取豪夺。时任开平矿务英

方董事长蔡斯中校所派代理人就开平矿权与张

翼进行秘密磋商。在此基础上，张翼、蔡 斯 后 在

热那亚的“贝尔恩”号轮船见面，双方就条约展开

讨论⑥。约见 目 的 当 然 是 蔡 斯 利 用 解 读 条 约 取

得权利，以便在开平矿权及矿务问题上进一步落

实追忆基础上签订正约（即移交约）的合法性，并
继续瞒骗与欺诈张翼，使其变成东方辛迪加把持

与操纵开平矿权上的有利工具。
（二）张翼、袁世凯利益冲突与开平矿权纠葛

的舆论导向

袁世凯对督办开平矿务张 翼、盛 宣 怀、严 复

予以打击，试图以周学熙、唐绍仪取而 代 之。张

翼、盛宣怀、严复等或是李鸿章幕府幕宾，或与李

鸿章关系密切。盛宣怀在李鸿章死后与袁世凯

政敌岑春煊友善。岑春煊“沪滨养疾，与武进盛

杏荪尚书交，一见如故。武进喜知名之 士，文 人

墨客结习，花晨月夕，莫不以气节为谈 资。西 林

居处稍久，遂与俱化，颇以名臣自励”⑦。而盛宣

怀在李鸿章幕府效力时，一度与袁世凯交善。但

在开平煤矿问题上，袁世凯倾向支持唐绍仪，唐

绍仪为开平煤矿的开创者唐廷枢的族侄。胡思

敬在《国闻备乘》中称：“唐绍仪旧从世凯驻朝鲜，
甲午之变，生死力护之以归，故遇之加厚，既夺盛

宣怀路政畀之，邮传部开，又用为侍郎，一手把持

部务。”⑧清末 新 政 前 后，值 瞿 鸿 禨、岑 春 煊 与 奕

劻、袁世凯权力纷争之际，盛宣怀游走两派之间。

张翼、盛宣怀属同党。盛宣怀在开平问题上倾向

于前者。

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张翼既 工 心 计，也 颇 干

练。他主持开平煤矿期间重外交联络。在 筹 集

外资中，张翼颇注意开平矿务的西方舆论评判。

１８９９年６月２６日，张 翼 致 墨 林 函，称：“我 的 确

感到你们在〔英〕外交部和在报纸上为我帮忙甚

大，破除谎言与流言蜚语，它们使英国政府与公

众不明真相陷入错误，而少数人却从中渔利。我

完全赞赏你在维护我的利益方面所做的重要工

作。”⑨但张忽视了英帝国对开平煤矿垂涎之意。
相比 之 下，张 之 政 敌 袁 世 凯 对 英 国 的 用 心 有 警

觉。袁世凯属清末新政的获益者，他顺势在军界

崛起。清末新政涉及权力为核心的关系网，盘根

错节，丝 丝 入 扣。彼 此 提 携 与 庇 护，细 致 入 微。
特别是１９０３年兵部成立，奕劻与袁世凯 把 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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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朋编：《光 绪 朝 东 华 录》，中 华 书 局１９５８年 版，第

４８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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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这引起了一些幕僚的担心。是年王乃徵上

折弹劾袁世凯，称袁世凯“年甫四十，曾无勋绩足

录，而宠任 之 隆 已 为 曾 国 藩、李 鸿 章 所 未 有”①，
指其结党营私。面对袁世凯遭弹劾，张翼抓住机

会，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为遵旨明白回奏并略

陈开平矿 务 情 形 恭 折”②，就 开 平 矿 权 问 题 进 行

反诘。张翼称：“抑祈至鉴事，窃臣于本月十七日

接军机大臣片，交面奉谕旨。有人奏大臣卖矿肥

私，请旨严惩一折。著张翼明白回奏等因。”针对

袁世凯等弹劾，张翼辩解再次涉及事后追忆：“查
开平矿务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公司，原属万不得已

之举。缘光绪廿六年夏间北方遭变，时臣被困天

津租 界，其 河 东 一 带 所 有 开 平 矿 厂 均 被 抢 掳 焚

烧。目睹情形，万分焦灼。其时与臣相处者天津

税务司德璀琳三两人耳。臣等尽夜筹 商。德 璀

琳建议 谓 煤 矿 在 西 国 军 火 之 条。联 军 一 来，势

必首先攫取。又 谓 矿 司 执 事 大 半 逃 生，一 经 停

止，水为淹没，矿 井 废 弃，救 治 无 从。若 不 及 早

图谋则该矿原有 数 百 万 中 外 商 本，势 将 化 为 乌

有。计惟有加派 洋 员 招 添 洋 股，改 为 中 外 合 资

公 司，庶 可 拒 联 军 而 保 矿 井，则 中 国 利 权 仍 可

无恙。彼即慨然 自 任 该 矿 之 洋 员 总 办，当 于 是

年五月二 十 七 日 由 开 平 总 办 道 员 周 学 熙 签 押

主 诺、复 由 铁 路 总 办 道 员 唐 绍 仪 签 押 作 证，予

以总办全权。”即在 庚 子 事 变 混 乱 的 情 况 下，张

翼事后 追 忆 称 签 约 有 保 矿 的 意 图，“臣 复 加 劄

委派，立與办 法 八 条，饬 其 遵 守。布 置 甫 定，军

务日逼，津 沽 无 可 驻 足。臣 即 前 赴 上 海。至 八

月间，始 随 全 权 大 臣 李 鸿 章 来 京 办 理 和 议 之

事。到津，德 璀 琳 即 面 禀 开 平 之 事。渠 已 与 矿

师 胡 华 订 立 六 个 月 草 约，命 其 前 赴 英 国 办 理，
合办招股、挂 号、保 护 之 事。是 时 联 军 压 境，俄

兵竟以突往唐 山 将 局 占 据。各 军 继 往，遍 插 洋

旗。局内华 人 不 能 容 留，均 各 逃 散。德 璀 琳 惟

恐 矿 产 毁 失，立 即 执 持 约 据 驰 往 力 争，又 复 往

返京津，与俄使 辩 难 两 三 月 之 久。俄 军 始 肯 退

出，其时和议尚在 未 定、遍 地 洋 兵，而 开 平 得 以

机井 未 停、矿 产 无 恙 者，皆 德 璀 琳 维 持 之 力

也”。可 见 立 足 于 自 己 缺 席 的 事 后 追 忆，张 翼

亦为代 理 人 德 璀 琳 等 卖 矿 行 径 辩 护。辩 护 重

点涉及倒填日期 这 一 追 认 基 础 上 的 正 约（移 交

约）及副约，追忆 涉 及 俄 军 占 领 矿 务 局 之 企 图，
意在说 明 代 理 人 德 璀 琳 维 持 矿 权 之 功 劳，“及

至胡华由英回津，将 招 股、挂 号 等 事 办 理 已 毕，

六个月草约之期 已 将 届 满，而 联 军 注 意 此 矿 正

在眈眈。是 以 臣 赶 即 于 二 十 七 年 正 月 初 间 赵

津与之订立 正、副 两 合 同。其 正 者，合 股、挂 号

所以拒联司（军）并 局 内 办 事 章 程。一 切 条 款，
立约签订，以备遵 守，并 选 择 熟 悉 交 涉、通 晓 洋

文人员总办理，其 事 即 由 沪 札 调 直 隶 候 补 道 梁

诚、候选道严复二 员，派 为 中 国 总 办，以 期 中 外

平权，不 相 隔 阂。部 署 既 定，乃 于 五 月 二 十 六

日，会同李鸿章 具 奏、奉 旨 允 准 在 案”。张 翼 辩

解称自己 这 样 办 理 上 司 李 鸿 章 等 知 道 且 无 异

议。“是月，臣又奉 命 随 同 醇 亲 王 出 洋，往 返 五

阅月。由德回华，讵 料 该 矿 办 理 竟 未 遵 照 臣 等

所 订 之 约，德 璀 琳 屡 次 致 函 向 西 国 诘 问，彼 亦

置之不理。臣等 访 查，不 料 胡 华 到 英 竟 将 臣 等

原约隐匿，仅以德 璀 琳 草 约 与 英 商 墨 林 设 立 东

方有限 公 司，以 图 骗 局。”针 对 变 局，张 翼 称 自

己将往 伦 敦 兴 讼，“臣 现 已 委 派 洋 员 前 赴 伦 敦

相机行 事。刻 下 英 国 驻 京 公 使 亦 因 此 事 电 致

该国外（务）部 助 力 压 制，以 保 西 国 利 益 邦 交。
再迟 两 三 月 之 期，办 理 必 自 有 规 模 矣”。中 英

开平矿权之争，引 发 社 会 舆 论 广 泛 关 注。１９０３
年１月２９日 在 东 京 创 刊《湖 北 学 生 界》（创 刊

号）专 栏“馀 录”即 刊 有“开 平 矿 局 纷 议 起，争

清、英二国之所 属”。可 见，中 英 开 平 纠 葛 影 响

之大，连留日学生都开始关注。
袁世凯在开平矿权纠葛中弹劾张翼，意在取

而代之，重要目的是筹军饷并图结纳权贵的贿赂

资金，以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而这一点亦成张

翼利益集团系下舆论精英严复攻击的要害。张

翼与严复系在李鸿章军政利益集团中任职，严复

任职开平煤矿原为张翼聘请。严复既为张翼的

重要助手及矿务中方总办之一，面对袁世凯的弹

劾，有《为张燕谋草奏》、《塘沽草约稿》等，舆论上

为张翼辩 解。１９０３年４月１６日 至１８日，严 复

在《大公报》上发表《论〈中外日报〉论开平煤矿事

书》，指责报章引导舆论抨击张翼而庇护周学熙、
唐绍仪。他称：“阅上海《中外日报》三月初一日

所论张燕谋侍郎复奏开平矿务一节，徒为肆口诋

諆，而于办事者功过是非，如不识痒痛者从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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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三），卷２１９，考９６５９～９６６０。
《外交报》（文牍第一）第三册。



针砭。”①严复同样强调袁系周学熙、唐绍仪在矿

权纠葛中经手人的责任，“回奏原折中述周、唐两

观察签押见证之事，要不过据事直书；假使其事

为非，即侍郎亦岂能诿过”②？周指周学熙，唐指

唐绍仪，两人皆参加了部分条款的签定，见“为立

手据事，本督办现派天津榖士达甫德璀琳为开平

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

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煤矿

产业、股东利益。须至据者”，时间为“光绪二十

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立”，其签名有“督办：张燕谋

押”、“总办：周缉之押”、“在见：唐筱川押、法拉士

押”。周缉之即周学熙，为开平煤矿总办，签约时

作为中方代表鉴章。唐筱川即唐绍仪，签约时为

中方见证人。在严复看来，中英矿务条约酝酿到

签订，周、唐也脱不了干系。严复抨击了 张 翼 之

政敌袁世凯之团伙唐、周二人，指出义和团运动、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们在处置开平矿权问题上

与张翼利益立场一致，比照张翼后来再次追忆：
“中外失和，联军纷集，翼等坐困于天津租界，道

路梗阻，声息不通。五月二十一日，拳匪 攻 击 紫

竹林。前北 洋 大 臣 杨 暨 杨 升 道 士 琦，唐 升 守 绍

怡，周升道学熙兄弟，并受炮伤之眷属等，及电报

学生招商铁路各局员司相率偕来，男妇老幼三百

余口，均藏匿于翼宅地窨之内。二十八 九 等 日，
驻津英贾领事，以翼宅人数众多，迹近埋伏，疑与

拳匪相通，饲鸽传达消息。竟带英兵四十名搜索

翼宅，将 翼 及 唐 升 守 拘 入 太 古 洋 行，几 遭 不

测。”③即张翼、唐绍仪等被英军囚禁于英商系下

太古 洋 行，“经 德 璀 琳 前 来 省 视，谓 现 在 危 险 已

极。天津等处煤栈被焚，司事人等均已 逃 散，唐

山、林西不通消息，存亡莫卜。欲保全矿产，须委

伊为 代 理 总 办，以 为 暂 时 抵 制 外 人 侵 占 地 步 等

语。该洋员并以时会逼处，迫不及待，自 拟 委 任

字据，呈请签字，畀以全权保护矿产。翼 以 事 关

重大，未可草率，定议允俟回寓再商。翌日回寓，
与该总办周升道再四筹商，均以事势危迫，舍此

别无他法。旋据德璀琳持字据，面称与周升道商

允签字。并经唐升守洋员法拉士税司有年，办事

颇有热诚，尚属可靠”④。可见，张翼虽系事后追

忆，但记忆中唐、周等参与合谋，显系有 意 突 出，
即协议签订为张翼、唐绍仪、周学熙等集体主张，
并非个人意见。

袁世凯弹劾及张翼、严复等 辩 解，还 反 映 矿

权纠葛背后的政治利益斗争。前文述及周学熙、

唐绍仪属袁世凯这一派。周学熙系周馥之子，周
馥和张翼是儿女亲家，因此“张翼于光绪二十二

年（１８９６年）派周学熙为开平矿务局驻上海售煤

处主任。周学熙由于有了候补道这个身份，才于

光绪二十四 年（１８９８年）当 上 了 开 平 的 会 办，转

年升为总 办”⑤。周 学 熙 与 袁 世 凯 属 姻 亲，周 妹

瑞珠议婚于袁世凯第八子袁克轸⑥。袁、周属官

场裙带关系，１９０２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周馥

继袁世凯之后任山东巡抚。是年，周学熙奉袁世

凯之命 创 办 银 元 局。１９０３年 周 学 熙 去 日 本 考

察，创设北洋工艺局，周后又升任长芦盐运使、直
隶按察使⑦。插 手 开 平 煤 矿 的 另 一 骨 干 唐 绍 仪

为“世 凯 死 党”⑧，光 绪 二 十 七 年 十 月 初 六 日，袁

世凯有奏折“又请调唐绍仪佐理事务片”，称唐绍

仪“历在朝鲜北洋供差多年，洞达洋情，到东后，
委办商务、洋务各节均极得力。该道素为洋人所

敬服，而 于 北 洋 情 形 尤 稔 悉”。１９０１年１１月 袁

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曾上折“恳吁天

恩俯准 将 唐 绍 仪 调 随 北 上，以 资 差 遣，而 收 臂

助”⑨。是年十月二十六日，袁世凯又有“以唐绍

仪为署津 海 关 道 片”瑏瑠。在 袁 世 凯 帮 助 下，唐 绍

仪升任奉天巡抚。唐绍仪掌管下的财经可谓袁

世凯幕府筹集军饷的钱袋子，胡思敬在《大盗窃

国记》中称：“是时创办新军，各省增派练兵经费

凡千余万，皆汇归北洋，顺直善后捐余存二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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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又创办永平七属盐捐，有夺盛宣怀京汉铁路

交唐绍仪，累 岁 无 报 销，天 津 财 币 山 积，任 意 开

支，司农不敢过问。”①唐氏掌管袁记利益集团的

财政，其开销部分用于兵饷，部分被袁世凯用于

贿赂。针对唐绍仪在开平纠葛上骑墙派立场，严
复批评《中外日报》称：“自甲午东事以还，吾见有

人身为败坏大局之戎首罪魁，但造作蜚语伪书，

卸其责于素受卵翼之人，即因之而取尊官大权者

矣！于周、唐二公尚何尤乎？该报若谓前节为非

所宣言，则 试 问 置 实 事 者，其 措 词 又 当 何 若？”②

简言之，唐、周氏是袁世凯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在

开平煤矿的耳目。严复对整个事态预测，大体准

确。张翼去 职 后，袁 世 凯 果 派 唐、周 二 人 接 手。

张翼事后的奏折称：“经前北洋大臣袁札派唐升

道绍怡充督办，周升守长龄充帮办（帮同唐升道

办理一切）。”③此亦佐证。

作为舆论精英及张翼代言人严复的 文 章 发

表后，袁世凯、张翼在开平矿务上矛盾日益公开

化。袁世凯 对 张 翼 打 击 力 度 增 大，见 张 翼 之 回

应，“唐升道仍请责成翼办理与英人那森磋商六

条（附录磋商六条一件）。呈请前北洋大臣袁鉴

核，已蒙许可而加删改。满谓此案可期 了 结，讵

奉檄而 又 奏 驳”④。此 可 见１９０３年３月１３日，

袁世凯上书朝廷，奏请收回开平煤矿。后袁数次

上书指责张翼，但英国态度强硬，张翼的努力没

有结果。

总之，中外开平矿权纠葛上 在 场 与 追 忆，还

涉及事实与事件的关系。就历史场景复原或重

构而言，在场应该是追忆的基础。在场签订的条

约可能属于临时的，但事后追忆变得有条不紊。

签订移交约（即正约），在某种程度上属西方辛迪

加等利益集团对华经济渗透，也属义和团运动及

八国联军侵华这一历史链条中必然的手段，而副

约属张翼试图保持自己的权力。面对签约进程

中的事实与追认、事实与真相，英国等更多地认

同移交约（即正约），袁世凯打击也多利用正约。

相比之下，张翼更多地认同副约，到英国打官司

是要追认副约的合法性。开平矿权纠葛中张翼

与袁世凯利益集团矛盾及中外纠葛中张、袁双方

的进退，又与丁未政潮前后的官场权力重组密切

关联。袁世凯、张翼及其代表的利益集 团，对 开

平煤矿这一肥肉的资源分割有着不同的价值取

向，袁世凯求权，张翼逐利。

三　开平煤矿中外纠葛缘起的历史省思

开平煤矿是李鸿章等筹办 洋 务 的 产 物。煤

矿是钢铁制造业的基础，也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了

能源支撑。就经营管理而言，开平煤矿官督商办

形式可谓清末社会革新的一部分，也是洋务运动

中绩效突出的企业示范性的表现。开平煤矿既

是官督商办，在管理上当然服从晚清官场运作的

规则或潜规则，而在企业经营上又要按照商业形

式进行操作。作为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其命途

多舛常与晚清政局复杂多变相牵连。至于官督

商办给洋务企业酿下的苦酒见《外交报》第四册

“论说”中“论中国路矿将尽归外人”，云：“正月十

六，诏以张翼总办路矿事宜，命之曰认真经理，戒
之曰毋得敷衍因循、空言塞责。睿虑周 至，无 非

为吾民兴利。”该论说由此发挥，“自今以往，苟吾

中国人通力合作，胥二者而自为之，失之东隅，庸
不可收之桑榆乎？虽然有敌 我 者。□□设 有 巨

商，鸠赀请办，且能径达于总局，而大臣不能遽决

也。必商之 督 抚。督 抚 不 能 自 答 也，必 下 之 州

县。风气壅塞，法制未详。一旦 兴 钜 工，地 方 交

涉事繁，必至无所措手。州县善自谋，不 能 不 多

方以尼之。大臣督抚，无如何也”。可见 僵 化 的

官僚体制也是造成路矿之权屡屡丧失的重要原

因，“至外人要索，则挟其国力而来。朝廷欲顾全

邦交，而大臣、督抚亦知当郑重。州县自顾力薄，

乌敢饰词抵拒？即令为之，而公使领事，且 出 图

说以相辩，岂能如吾民之易兴，而以空言驳斥也。

且成例可援，虽欲不许而不得矣。吾故 曰：路 矿

之利将尽归外人也”。开平煤矿这种官商结合的

情状，使得它在中国由封建的农耕文明走向市场

导向的工业文明过程中处在纷繁复杂的畸变之

中。开平煤矿近百年兴衰史是近代中国企业发

展脉络的侧影。多重掠夺使得它承载了太多的

历史艰辛。

张翼面对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 华 中 开

平矿权之损失，以自己及顶头上司李鸿章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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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转引自（台湾）苏 同 炳 著：《中 国 近 代 史 上 的 关 键 人 物》
（下），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０４页。

严复：《论〈中 外 日 报〉论 开 平 矿 事 书》，《〈严 复 集〉补

编》，第１５～１６页。

④　张翼：《谨将开平 矿 务 全 案 始 终 情 形 择 要 开 呈 节 略》
《开滦矿务资料》（乙Ｆ３７一函三册·第二册）。



承诺与西方英、比为首的辛迪加签订卖矿条约，
同时又仍以倒填日期的方式签订所谓煤矿仍在

中方手中的“副约”，其权宜之计可见一斑。当然

从中得到的贿金等除了张翼自己及李鸿章各得

一份外，多被李鸿章送往流亡西安行在的权力中

枢，供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等代表的宫廷开销。
也即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廷在开平煤矿主权

断送 的 过 程 中 得 到 了 好 处，清 廷 当 然 不 会 亏 待

李、张。可见，开平煤矿盈利很快由经济 资 本 被

李鸿章、张翼等兑成政治资本。兑换中官场潜规

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大体基于人际脉络的派系

奥援之上。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更有高明之处，
用哄、吓、诈、骗的方式迫使张翼签订追认意义上

的“移交约”（正约），将开平煤矿的权益移交给所

谓中英合办的开平股份公司，同日签订的副约虽

规定张翼名义上仍是中方的督办，实际上变成了

橡皮图章，成为西方在开平煤矿攫取殖民利益的

傀儡。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下，中国

政局巨变。其后，袁世凯取代了病逝的 李 鸿 章，
成为北洋实力派人物的代表。为了维系北洋巨

大军费开支及混迹官场的贿赂资本，袁世凯瞄准

了利润丰厚的开平煤矿。他在中外开平煤矿纠

葛处理过程中以中方总督代表的国家权力身份，
主动参与交涉。袁世凯打着政治的幌子处理中

外开平煤权纠葛，其打击张翼的部署及举措大体

上是按晚清官场正常的运行秩序进行的。而袁

世凯的政敌张翼亦有应对，他在李鸿章死后，援

结醇亲王载沣。时政坛有新旧派系之分，后身处

开平纠葛中严复赠熊季廉诗中称，“胶胶扰扰何

时已，新旧两党方相攻”①，既喻指新旧两党政理

及学理分歧，也感叹当政者新旧两派权力之争的

纷扰。与新派代表袁世凯的总督身份相比，张翼

路矿大臣的地位就微不足道了，较量的双方势力

之悬殊显而易见。但官场输赢不总是按照事理

的逻辑作结论。首先，双方绝非个人的 较 量，都

有各自的利益集团。其次，双方背后都与皇权有

着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当 袁 世 凯 以 国 家 代 表 的 身

份在中外开平矿权纠葛中出现时，张翼则利用官

场潜规则，积极运用自己在宫廷中结成的人际网

络，向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发动反击。
袁世凯、张 翼 围 绕 移 交 约 与 副 约 不 断 地 论

辩，所谓 正、副 约 都 属 于 事 后 追 认，即 便 是１９００
年被困期间张翼向英方的许诺亦是如此。张翼

不懂英语，却全权委托崔德琳办理，而崔德琳与

英方等签订协议，张翼并不在场。当局者张翼的

缺席即离场，显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袁、张 论

战的差异涉及订约时的在场与追忆，还涉及事实

与证据、事实与真相的关系。在事实与证据之间

双方存在着利益上的解读。正因为利益立场的

不同，所以解读呈现建构性的特征。从逻辑链条

来看，先有在场的事实，再有利益立场上的解读，
然后才是说理意义上的证据。因为利益立场不

同，由解读而形成派系或阵营，这在晚清官场也

是很常见的。在场与追忆还涉及事实与事件的

关系。张翼与英方签定正、副约，就条约 文 本 而

言，是事实，尚未构成事件。而对文本的 解 读 是

顺应性的解读，还是对抗性的解读，无疑是十分

关键的。顺应的解读与对抗性的解读，提供了论

战的基础与空间，也折射了开平矿权问题上的乐

观情绪与悲观情怀之间的交锋。从这一点上来

说，不能拘泥于条约是卖国或维护自身的法律条

文，至少要看到双方在论辩中如何作为证据在使

用。双方的共同点都是要坚持还原真相，都站在

捍卫朝廷捍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而背后却皆有

捍卫本集团利益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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